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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网络传播与记者传播方式的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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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第四大传播媒介, 互联网以其交互性、信息量大、传播权利平等, 将传

统媒体整合为一等巨大优势, 对传统媒体 (广播、电视、报纸等)构成威胁。但网络时代的

到来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记者“下岗时代的来临”, 只要记者面对新兴媒体作传播方式

的调适, 即转换传播观念、重新认识受众、提高质量意识、学会数字化生存和“超链接”文

本写作等, 记者仍然是网络新闻传播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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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当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从西雅图的一家餐馆走出来

的时候, 一位乞丐拦住了他。比尔·盖茨阔手一挥, 于是, 这位乞丐得到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钞

票。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乞丐递给比尔·盖茨一个 E- m ail 地址, 并说:“这是收容所给我们

配的。”这令盖茨目瞪口呆。“简直难以置信”, 盖茨事后说:“In ternet 是很大, 但我没想到无

家可归者也能找到那里。”[1 ] (P1)

1995 年, 计算机王国的真正明星—— In ternet 突然大放异彩, 它一下子成了“信息高速

公路”的同义语。有人把 In ternet 的流行称为计算机领域的第三次革命 (第一次是大型计算

机的产生; 第二次是台式计算机的出现)。人们之所以这样说, 就在于 In ternet 能够神奇般地

将所有的计算机连为一体, 并且, 它日益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效率极高的

传播工具。有人对此作了这样一段生动形象的描述:

仿佛在一夜之间, 从好莱坞大亨到梵蒂冈教皇, 人人都拥有了电子邮件 (electron ic

m ail, 简称 E2m ail)地址。政府首脑在各自的办公室通过网络进行会谈; 酷爱电脑的青年

男女们举行了别开生面的电脑婚礼; 千余名来自美国各地的人则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

式欢度新年: 他们在网上举办了一台名为“电脑化空间大年夜”的电子联欢会。[1 ] (P3)

虽然有些夸张, 但近几年来, 网络用户的增长速度之快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一组数

字是最有说服力的: 无线电广播在全球拥有听众 5000 万, 用了 38 年时间; 电视达到这个数

字, 时间虽然不长, 也要 13 年; 而互联网仅有 5 年时间, 上网用户就超过了 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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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传播的优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第四大传播媒介, 互联网之所以如此迅猛地发展, 是由于它有着如下的优势:

11 交互性　这是网络传播的最大优势。有学者认为, 网络的“交互性”一方面表现在用

户已有可能控制用何种顺序来获得信息, 另一方面表现在信息的提供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

系, 这种交互式关系与反馈有关。正如威尔伯·施拉姆 (W ilbw r Sch ramm )所言:“大众传播

的接受者力求掌握信息的个人控制权的趋势越来越强, 而信息垄断集中的形式将被改变。”

[2 ] (P128)这一预言已在网络中得到实现。在网络中, 任何一个网络用户都可以把自己所拥

有的信息直接上网, 而不像传统媒体那样, 信息的发布权控制在职业传播机构 (者)手中。传

统媒介 (如广播、电视、报纸等)的传播是点对面的单向传播, 受众只能被动地选择新闻, 而网

上传播则是多人对个人、个人对个人和个人对多人的异步传播, 为受众主动获得个体化信息

提供了条件。什么时候需要新闻即可什么时候收取, 需要多少就可获得多少, 同时, 网络的交

互性还体现在广泛的交流上。虽然报纸上有专门的读者来信、讨论栏目, 广播有热线, 电视有

观众参与节目等, 但在受众的数目上却受到限制, 而网络聊天室的大门对任何人都敞开着。

网络的交互性从某种方面来说, 就是使以往打不进的热线成了谁都可以进入的公园。

21 信息量巨大　所谓网络就是将世界范围内属于不同个人与群体的计算机、计算机网

络以及外设联结起来, 实现其间的通信。网络属于全社会。只要用户通过电话拨号上网后,

就可获得来自世界各新闻网站上的形形色色的新闻。它打破了国界的限制, 全世界所有上网

的传统媒介的新闻以及个人、团体、开发商的新闻信息, 用户都可在鼠标点击之下获得网络

的信息,“海量”的信息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无法比拟的。

31 传播权利平等　网络是一种平民化的公共设施。只要能支付计算机的购置费用和上

网费用, 便可拥有使用权。传统媒介是由少数人来控制的, 因为传统媒介需要现代化设备, 这

种高投入使得老百姓可望不可及。再加上新闻信息的采集、编排等需要一批较高水平的专业

人员, 这就使得老百姓只能被动地接收, 在新闻信息传播之前呈现一种极不平等的关系。在

网上, 传播媒介不再是信息的独家所有者, 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以通过各自渠道接受和发布

新闻信息。网络具有高度的开放性。

41 将传统新闻传媒整合为一　报纸是静态的文字和图片, 广播是声音, 电视是声音和

图像, 而网络却将这些众多的单个传媒连接成一个既分散又集中的体系, 网络受众完全可以

随时把握自己的需要或兴趣, 自由选择媒介表现形式。用户在获取信息时, 如果看文字看累

了, 可以随手打开图像切换器, 或切换为声音频, 这时, 形象或声音就会出现在用户眼前或耳

鼓。网络能够提供全方位多感觉的信息。

51 迅速快捷　报纸必须等印刷, 电视一般来说需要拍摄与剪辑录像, 网络可以随事件

发生随时上网。如 1998 年 3 月 19 日, 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和委员长, 选举结果公布几分

钟后,《人民日报》网上就出现了当选者名单, 当天 100 多万人上网, 如果看《人民日报》印刷

版刊登的新华社消息, 就要等到第二天。

虽然网络所具有的优势使传统媒体望尘莫及, 但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 在传播新闻信息

时, 遇到了一些比较突出问题, 这就是真实可信性问题。

网络新闻按其来源分, 一类是已上网的传统媒体记者采写和制作的新闻, 一类是由某些

组织或个人利用网站、主页、BBS 等网络工具定期制作和发布的新闻信息等。一般来说,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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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采编人员采写和制作的新闻信息,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保证质量, 其他组织尤其是个

人所发布的新闻, 有时较难保证质量。《新闻出版报》1999 年 2 月 12 日刊登的《’98 假新闻曝

光》一文中提到, 某电台“夜行人”栏目主持人为一个声称患血癌的女孩“虹”做了个特别节

目, 并在网上设立主页现场直播, 全世界共有 5 万人登录该网站, 留下 7350 封信。但事后查

明: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这位 15 岁的女孩这么做只是想测试一下人间到底有多少真情。

1998 年 5 月, 印尼发生暴乱, 华人遭到侵害。为声讨暴行, 印尼华人向一切有关机构和人士

的电子邮件地址反复发送了身着印尼军服的暴徒蹂躏妇女的照片, 并号召所有收件人接力

传送。后来有读者指出, 这些照片反映的是印尼军人在东帝汶的暴行, 而与五月暴乱无关。这

件事虽然对掀起世界华人抗议印尼暴行起了相当的作用, 但这种不完全真实的现象却令人

担忧。

网上的色情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1997 年秋, 台湾蕃薯藤网络调查公司的统计数字表

明, 台湾最受欢迎的前 30 个网站中, 有一半是色情网站, 平均每天有 60 万人次的网络用户

访问这类网站, 其中学生竟占 75% !

同时, 由于网站改变了传统媒介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路径而成为横向的水平传播, 因

而, 用户都可在网上自由发表意见。这样一来, 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就会在不受控制的空间

散播。所以, 有人认为, 除了电脑病毒外, 最具杀伤力的就是错误讯息的传播。

针对以上诸种情况, 有人这样说道:“像任何大型的未经审查的媒体一样, In ternet 可能

是一个糟糕的传播媒介, 传播一些无从证实的传闻、流言、诽谤、误解、错误的信息、假情报、

天花乱坠的谎言。In ternet 的用户有能力在几分钟内传播上万条错误信息, 并在同一过程中

不断增加一些虚构的情节。”[ 1 ] (P334) 这样, 网民们就遇到了难题: 在享受高度自由的同

时, 不免产生“我又该相信谁的”的困惑。因此, 人们渴望秩序的重建, 倾心于网上权威。

二、记者在网络传播中的地位

在西方, 记者 (包括编辑、媒体决策者等)被称为“无冕之王”。由于他们在新闻传播中一

直充当着“把关人”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人们将他们视为独立于政府、立法、刑法之外的“第四

种力量”而大加崇拜。那么, 当网络横空出世以后, 面对第四媒介, 记者又该扮演什么角色?有

些人认为,“网络以其无障碍式的交流宣告了‘Gatekeeper’(把关人) 下岗时代的来临”[ 3 ]。

情况果真如此吗?

我们承认, 网络媒介确实有着传统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 但它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真

实可信性问题。尽管在网上可以提供比传统媒介更多更全面的信息, 但新闻信息仍在网络上

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作为一种新闻媒介, In ternet 比报纸或多数电视更迅速, 并且受益于

数千万潜在通讯员的新闻嗅觉。这些通讯员几乎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 其作品的准确性经不

起细小的观察和检验, 而这都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1 ] (P334) 这里的“新闻工作

者”显然是指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专职传播者。由于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采写新闻的经验, 他们对受众的需求了如指掌。同时, 他们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

这样, 在网络新闻的传播中, 就很少出现“经不起细小的观察和检验”的新闻信息, 这对于净

化网络领域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 记者在长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中, 树立了客观、公正、无私的良好形象, 这种无形的

资产——公信力 (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度)成为解决网民们“我们该相信什么”的难题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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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 网络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记者“下岗时代的来临”, 实际记者仍然是网络新

闻传播的主力军, 尤其是当传统媒体看准了网络的巨大优势, 蜂涌上网, 占据网上新闻传播

的“制高点”时, 记者的角色就显得更加重要。只不过是面对新的媒体, 需要有新的观念, 新的

表现手段和新的操作技术。

三、记者传播方式的调适

在一般意义上, 记者的传播方式是指与采访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以获取新闻信息等

的采访方式和把采访的成果外化为可供受众接受的新闻产品的写作方式。在传统媒体的传

播中, 这些方式、方法的普遍运用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并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和概念框架中

实施的。而在网络传播中, 这些规则和概念体系就需要作适当的调整。

11 记者传播观念的调适: 重新认识受众, 提高质量意识

(1) 重新认识受众　过去, 我们把受众定义为大众传媒信息的最终接受者, 是读者、听

众、观众的统称。由于传统媒介是以点对面的单向传播, 受众接受信息完全是处于被动地位

的。而在以互动性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媒介传播中, 这种被动接受局面被打破,“受众”即是信

息接受者也是信息发布者。这时, 信息不再被“推给”(pu sh) , 而是受众根据需要把信息“拉

出来”(pu ll) , 并参与到制造信息的过程中。更何况, 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全球性的, 不像

一般传统媒体那样仅仅是面对局部区域的固定受众群体。因此, 上网媒体的传播内容应更多

地考虑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那种只是把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简单地搬

上网络的做法是不符合网络传播的特性和规律的。这就要求记者 (信息发布者)在新闻信息

的采写、制作中解决好与之配套的形式问题, 例如写作风格、语言的运用、背景材料的搭配、

中文字库等。

(2)要有质量意识　网络媒介传播新闻信息的速度要比传统媒介更快。记者们总是千方

百计在上网第一时间获得独家新闻。由于网络所具有的快捷特性, 使得记者不断感到一些及

时发布新闻的压力。这种压力愈大, 记者发布新闻的危险性也就愈大。这里所指的危险性,

是指新闻发布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著名的《达拉斯晨报》在自己的网站上抢发了一

条关于莱温斯基的一条裙子上有精液的消息。这条消息是抢在他们的印刷报纸版之前发表

的。这件事很快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事件。“众所周知, 接下来是关于这个故事的准确性的

报道的竞争。竞争是如此激烈, 仅在 24 小时之内, 同样的编辑决定从万维网上撤下这条消

息, 并宣布撤回此消息。对于报纸来说, 这太尴尬了,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数月后真相大

白时, 证明这些消息是真实的, 但关键之处不在于故事的最终真实性, 而是编辑们已经感受

到了一种发布此消息的压力, 在别的时代, 这种消息会被拒绝刊登或是极端谨慎地处理。”

[4 ]尽管这条消息使《达拉斯晨报》的名声达到了“巅峰”, 但当时决定从万维网上撤下这条消

息的编辑是有着种种考虑的, 最为明显的动机就是担心报纸的名誉受损。不妨设想一下, 如

果这件事被证实是虚假的, 那《达拉斯晨报》就会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反映在用户不再

访问该报所设的网站, 就连“母报”也会发生信任危机。所以, 对于任何急于送上网页的新闻,

必须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前提下进行。否则, 用户就会将此视作垃圾一样抛弃掉。

目前, 网络用户之所以看重权威媒体的新闻信息, 就在于它有着其他媒体和网站没有的

公信力。因此, 记者应该始终如一地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这样, 就会为自

己赢得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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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记者采访方式的调适: 学会数字化生存

作为数字化技术代表之一的互联网的悄然兴起, 它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互

联网无疑给以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为生的新闻记者添加了一对有力的翅膀。这不仅意味着

记者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新闻线索、背景材料和与新闻有关的人士、组织取得最便捷、通畅

的联系, 使新闻写作的角度更独特, 而且还可以迅捷、省钱地传输稿件。在互联网时代, 这不

仅仅是技术, 而且是生存方式。有位记者说:“在今天的记者生活中, 我已经离不开数字化生

存的三件宝: 电脑、电话和调制解调器。”[5 ]进入互联网, 学会数字化生存是记者进入新世纪

的必由之路。

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 (E llis R ub in stein) 讲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

1993 年 7 月 1 日, 加州一个神经错乱的枪手杀死了 8 个人, 伤 36 个人, 然后自杀了。关于这

个杀手的唯一信息是他来自洛杉矶地区。《旧金山检查人》有一名记者叫R ico rdo sandoval,

他想超过同行, 发出独家新闻。他打开电子公告牌, 将这个杀手的名字敲入其中的一个房地

产记录的数据库中, 他找到了枪手的家庭和单位住址, 甚至连枪手邻居的名字也找到了。为

了确保他的报纸能报道独家新闻, 他拒绝了亲自飞往洛杉矶调查的诱惑, 相反, 通过电子邮

件, 他将这个信息发给了正在飞往洛杉机的途中、去跟踪报道故事结果的同事。他的报道获

得了成功, 他成了记者中的骑士。当时万维网还不存在, 但 Sandoval 却能机智地利用当时那

个黑白两色、以数字为主导、原始的因特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 这不能不说记者网络意识的

强烈与超前。

现在, 利用网络采写与发稿, 已越来越成为记者必备的一项基本功。有人说, 开放式网络

可以使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信息获取水平和渠道一夜之间达到与发达国家记者平等的地位。

确实如此, 记者通过电脑进入网络, 弹指之间, 就可以调出源源不断的图文、音像信息, 将其

或作为信息来源, 或作为新闻背景资料。

但是, 记者必须核实取自网上并用于新闻报道中的信息, 对直接来自网上的信息应说明

出处, 尤其是私人网页上的信息, 在运用时要征得主人准许。以确保新闻的准确性, 避免在报

道中制造谎言, 危害社会。

31 记者写作方式的调适: 学会“超链接”文本写作

传统媒介的新闻写作, 记者的思维一般都是凝固在相对独立的一篇作品中: 先收集素

材, 在此基础上形成主题思想, 然后再把有价值的细节及其背景材料等按照一定的结构模式

组织起来,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新闻网站中, 这种写作方式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读

者在阅读网络新闻时具有开放性。即读者可以随时从某词“链接”出去, 转到本站点内另一信

息, 甚至转到另一站点。这就要求记者写稿时, 要充分考虑到网络读者的阅读规律, 不一定完

全把报纸、广播、电视的传统写法用于网络新闻的写作。因此, 将材料进行有效地分层就显得

非常必要。分层主要是为了适应www 所具有的“超链接”的需要。“超链接”能将新闻素材组

织成多个层次, 以供不同需要的读者阅读。所以, 记者在写稿时,“第一层材料可以是粗线条

的, 只介绍主要框架, 而具体细节可以通过调用关键字的超链接去展开, 一些背景材料也可

以用这种方式进行。”[6 ]

要独立完成带有“超链接”的文本写作, 记者应该有充分的网络知识, 懂得超文本标识语

言。因为“在超文本标识语言背后的观念是: 任何一个文件不管在任何操作系统, 任何浏览器

上读起来都应该是一样的”[7 ] (P122)。惟此, 才能充分发挥“超链接”文本写作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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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net comm un ica tion and the

adjustm en t of journa l ist ic comm un ica tion style
ZHAN G Yu

(F acu lty of L itera tu re,A rt and comm un ica tion,N orthw est U n iversity , X i′an 710069, Ch ina)

Abstract: A s the fou rth m edia, In ternet, on its in teract ivity and imm en se info rm at ion2
carrying capacity and equal righ t of comm un ica t ion, in tegra tes t rad it iona l m edia in to a

grea t dom inance and thu s, con st itu tes a th rea ten to the ex istence of t rad it iona l m edia,

such as rad io , television and new spaper. How ever, the im pending of the In ternet age doesn′

t m ean tha t there w ill be no p lace fo r t rad it iona l jou rna lists. A s long as jou rna lists ad ju st

their comm un ica t ion styles to the rising m edia, i. e. convert their perspect ives of

comm un ica t ion, reth ink ing the audience, im p rove their qua lity con scienceness, and learn

the d ig ita l ex istence and the w rit ing of hyperlinked tex ts, etc. they w ill st ill be the m ain

fo rce of on2line new s comm un ica t ion.

Key words: in ternet comm un ica t ion; jou rna list ic comm un ica t ion style; ad ju stm en t

《理性不经济行为研究》出版

西北大学中德企业管理研究所 (CGM I) 所长张正军教授最新专著《理性不经济行为研

究》一书, 日前, 已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是对人的不经济行为进行研究。作者提出一个“理性不经济行为”新概念, 并对

其所指的事实与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关系作了系统详微的分析。

全书共设 6 章 20 余万字。第 1～ 2 章阐述理性不经济行为发生的社会化和一体化的背

景及其本质、特点等问题。第 3～ 4 章主要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次, 对理性不经济行为的基本

形式及人性、环境和一体化几个层面对其行为生成的基础和原因进行了探索。第 5～ 6 章探

讨了理性不经济行为的治理原则、治理措施和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持续大面积亏损的原因。

该书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尝试性质和定性特点。专家认为, 这本书是一部优秀的经济哲学著

作。 (高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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